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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20余年的编创

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无数艺
术人士都乐此不疲地创新着 《春之
祭》 这部音乐作品的表达形式。舞剧

《和·春之祭共舞》 的创作可以追溯至
2002 年，彼时的钱秀莲热衷于太极和
武术研究。

“我听到这部音乐后，发现其中
充满冲突和矛盾、生命的延续与消
亡，这与我当时想展示太极攻防之美
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钱秀莲回忆
说，她留意到许多国家的人都在用各
自的文化诠释这部音乐作品，这激励
她也推出一部融入中国元素和东方美
学的舞剧。

在最初的创作中，钱秀莲以中国
古代祭祀礼仪为原型，将太极、推
手、散打等中国传统武术运动融入其
中。舞蹈中，扮演巫师的舞者可以支
配大地、推云拨月，是连接天、地、
人的重要媒介。钱秀莲说：“我希望以
此来呈现人类文明的初始面貌。”

在 《春之祭》 的后半段，钱秀莲
希望以舞蹈诠释人类交流方式的蜕
变——舞者从原始人装束转变为现代
人着装，拿起手机匆匆忙忙地来往。

“我希望通过这种戏剧性的故事情节，
引发观众对过度依赖科技、漠视人与
人沟通的深思。”

2023 年，钱秀莲进一步丰富和完
善这部舞剧，采用著名平面设计师靳
埭强的水墨画风为舞台背景，舞者以

身体的律动演绎水墨画中的云山、飞
瀑、松柏、河流等自然意象。

“靳老师的作品多取材于中国山水
画，在行云流水、峰回路转间产生一
种独特的艺术韵律，为这部舞剧增添
了浓郁的中国文化韵味，展现人体与
山水和谐共融的美感。”钱秀莲说。

经过多年的创作与雕琢，2023年6
月，《和·春之祭共舞》 在香港举办的
法国五月艺术节上首次亮相。演出结
束后，钱秀莲特意邀请观众与舞者一
起演绎天人合一的太极舞，以此呼应
舞剧名称中“共舞”的理念。

钱秀莲感慨地说，在编创这部舞剧
的过程中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能以
中国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现代舞蹈风格，
为经典作品《春之祭》诠释新的内涵，不
仅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展现了
当代艺术创作的创新性。”

在舞蹈中“寻根”

20世纪 60年代，作为舞蹈演员的
钱秀莲有机会接触到多元的舞蹈种
类，包括芭蕾、爵士等。但在各舞种
中，她最钟情的是中国舞。

“中国舞的服装、音乐和动作都非
常独特丰富，这让我很着迷。同时，
我也一直非常希望借舞蹈‘寻根’。”
钱秀莲说。

为此，钱秀莲专程前往北京舞蹈
学院学习民族民间舞蹈。在舞蹈中，
她不仅领略到祖国丰富的风土人情，
也感受到各民族特有的韵律律动。

后来，钱秀莲又前往纽约深造现
代舞。学成归来后，她开始尝试在现
代舞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

2001 年，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
的主办权。钱秀莲不禁思考：“主办方
用数年全心筹备这项盛事，作为编舞
家的我又能做些什么？”于是，她选择
以中国文化符号为创作主题，前往武
当山等地采风和研究。

接下来的几年里，钱秀莲陆续创
作了“舞极”系列 8 部作品，将 《易
经》《黄帝内经》《道德经》 等传统经
典中的智慧，与贝多芬交响乐等西方
元素巧妙融合。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作为来
自香港特区的表演团体，钱秀莲舞蹈
团应邀在鸟巢旁的公园里为 5000多位
观众演出以太极扇为主题的 《扇韵》。
她回忆说：“那一刻，我深刻地感受到
北京奥运带来的喜悦和作为中国人的
骄傲与荣耀。”

当文化交流的使者

2024 年 4 月，在第 39 届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期间，钱秀莲舞蹈团携作

品《和·春之祭共舞》亮相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大剧场。这是钱秀莲时隔多年
再次带领团队到上海演出。

“感觉像回家一样！”她激动地
说，“内地观众的热情让我们感到非常
亲切。”

历经半个世纪的舞蹈生涯，钱秀
莲至今编导并统筹了近百出舞蹈作
品，其中许多都是以中华文化为根
基，如 《红楼碎玉》《律动舞神州》
等。她说：“希望这些舞蹈成为文化交
流的使者，将中华文化传播得更广。”

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后，钱秀
莲深感肩上的使命更重了。“我们的舞
者都还很年轻，而祖国的历史文化源
远流长，如何用舞蹈表达好这么深厚
的文化，是他们要完成的功课。”

接下来，《和·春之祭共舞》 还将
登上法国舞台。“《春之祭》是一部广
为人知的经典作品，可以说是一种跨
越 国 界 的 ‘ 国 际 文 化 语 言 ’， 这 为

《和·春之祭共舞》 在国外演出打下了
很好的基础。”钱秀莲说，期待让国外
观众在熟悉的音乐中领略以和为贵的
中华文化。

（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黄茜恬）

《和·春之祭共舞》：

香 港 舞 者 演 绎 东 方 美 学

武侠小说 《鹿鼎记》 里的建宁公主，
历史上真的存在吗？“固伦”与“和硕”，
公主的封号有什么分别？古人远行前要如
何规划正确路线？

近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公主驾到！
清代文献中的公主身影”“四通八达——古
代道里交通图籍展”两项全新特展，不少
珍贵古籍文物及历史文献亮相，其中一些
为首次展出，岛内观众沉浸其间，趣享中
华传统文化。

作为去年“清代历史文书珍品：阿哥养
成记”特展的“续集”，“公主驾到！清代文献
中的公主身影”特展细致梳理了相关古籍及
档案文献，以“家当大开箱”“联姻任务”“说
再见太匆匆”“回望公主”等单元，详细介绍
清代公主的身份制度、人际关系以及在政治
中的地位与贡献，用一段段珍贵的文字记载
还原出清代公主的一生。

“原来对公主的印象多来自小说和影视
剧，觉得她们都像金庸笔下的建宁公主那
样，精灵古怪、天真无忧。”台北市民蔡小
姐告诉记者，这次展览特别介绍了建宁公
主的历史原型——和硕恪纯长公主，她在
遭遇人生变故后“屡年困顿”，与文艺作品
中的形象差别很大。蔡小姐感慨地说：“有
些公主连名字都没留下，短短几行文字就
是她们的一生，令人唏嘘。”观众吴先生对
清代公主的封号颇有兴趣。满文中，“固
伦”代表“天下”，“和硕”意为“一方”。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清代公主受封后，就
要肩负起维护“江山社稷”的责任。

除了丰富的古籍文献展览，策展方还
与岛内多所学校合作，征集台湾年轻一代
对公主的记忆和看法，并规划成“公主快
问快答”“我们所画的公主”等展示内容。
观众还可在现场参与“AR 换装”互动体
验，用手机镜头为自己换上虚拟公主装扮
并拍照留念，增添观展乐趣。

在“四通八达——古代道里交通图籍
展”展厅内，一幅 《台湾图附澎湖群岛
图》 同样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该图全
长7.72米、宽63厘米，据考证由清代首任
巡台御史黄叔璥绘制，详细记录了清雍正
时期从台湾岛最南端沙马矶头到北部大八
里社渡头的海岸线、码头、村落和城镇。

道里，是道路与里程数的合称词。道
里交通图籍不仅绘有道路，同时也记有相
应的里程数，是古人出行必备的“导航软
件”。策展方介绍，此次展出具道里特性的
图籍共20组件，包括商书里的路程图、专
为帝王出巡编绘的往返程站细图、串联四
方的大型驿路图等，形式多元丰富，兼具
实用和观赏价值。

来自台中的游客张先生细致拍摄了多
幅明清两代道里交通图籍，涵盖北京、河
南、山西、浙江等地。“我的祖籍就在浙
江，这张 《浙江省海塘图》 里就能找到我
的老家，宁波镇海。”他告诉记者，期待下
次到宁波探亲时可以寻路而行，来一场访
古之旅。

据了解，“公主驾到！清代文献中的公
主身影”及“四通八达——古代道里交通
图籍展”将持续展出数月，期间还将举办
多场“策展人陪我看展览”导览活动及专
题论坛。今年以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已推
出“看得见的红楼梦”“清代宫廷花卉画”
等多项特展，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到场参
观，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两项古籍文献特展——

台湾民众趣享中华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金 晨文/图

▲ 观众在参观“公主驾到！清代文献中的公主身影”特展。

和着著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经典作品 《春之祭》

的乐声，近20位香港舞者以中国古代祭祀礼仪为原型，

通过太极、推手、散打等中华元素演绎“武舞同源”之

魅力……

2024年，香港钱秀莲舞蹈团的舞剧 《和·春之祭共

舞》入围《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4年度资助项

目名单》，成为香港12个获资助项目之一。

“这支舞剧的编创跨越20余年，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

为我们展演给大众和实现梦想提供了帮助和更好机会。”

钱秀莲舞蹈团艺术总监钱秀莲说，这部舞剧是一次融合

中西的成功尝试，未来会继续探索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更

多可能性。

本报广州电 （钟欣） 第二届粤
港澳大湾区中小学生科普科幻艺术
作品征集活动颁奖仪式近日在位于
广州的广东科学中心举办。该活动
旨在通过科普科幻艺术创作，激发
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精神，
培养未来的科技创新人才。

据介绍，该活动自今年 2 月份
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粤港澳大湾
区近 3000 幅科普科幻艺术作品，最
终评选出 120 幅入展作品，其中 30
幅获“优秀杰出作品奖”，其余 90
幅获“优秀入展作品奖”。

活动现场展出了 120 幅入展作
品，精美的创作深受观众喜爱。据
了解，获奖作品展将在广东科学中
心展出至11月15日。未来，入展作
品还将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巡回
展出。

“今年的中小学生科普科幻艺术
作品内容丰富多样，涵盖太空探
索、海洋保护、智能城市等领域。”
活动评委张思燕表示，此次活动征
集的作品展现了孩子们的艺术修养
和科学素养。

此次活动中，来自香港的参赛
者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意。来
自香港荃湾官立中学的何雪攸同学
凭借作品 《AI 与我》 在初中组脱颖
而出。她表示，希望借画作表达自
己的想法，即科技进步并非要取代
人类，而是要与人类和谐共存，共
同创造美好未来。

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不断创
新赛制，增设更多科普科幻艺术创
作类别，吸引更多大湾区青少年参
与，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通过此平
台展示创意。

据 悉 ， 该 活 动 由 广 东 科 学 中
心、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等联合主
办，澳门科学馆、梅州市科学技术
馆、珠海太空中心等联合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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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在活动现场观赏获奖作品。
主办方供图

▲ 在今年举办的第 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期间，钱秀莲舞蹈团在排
练作品《和·春之祭共舞》。 新华社发

随着中秋佳节
临近，香港多地相
继亮起彩灯，营造
浓浓节日氛围。

▼位于尖沙咀
的香港文化中心露
天广场亮起一组中
秋彩灯。

▶ 正 在 尖 沙
咀 展 出 的 龙 年 主
题中秋彩灯《月上
龙宫》。

香港特区政府
新闻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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